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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造業的現場，應該沒有

人不知道5S。很多企業現在正

在推動可視化活動，5S和可視

化這兩個詞彙似乎已成為現場

人員的常識。無論在日本或是

台灣，我看過許多不同的公司

推動5S活動，大多數聚焦在清

掃、或是將通道與工作區域的

地板上漆劃分區域，但是我覺

得結合5S與可視化提升生產績

效的公司卻非常少。因此這次

以製造業為例，重新思考被視

為精實變革基礎的5S和可視

化。

我 時 常 聽 到 以 下 的 心 聲 ，

「從幾年前開始養成了掃除的

習慣」、「因為地板看起來

很 髒 ， 所 以 再 用 油 漆 漆 過 一

次」、「桌上淨空之後變得更

乾淨了」、「即使實行了5S產

能也沒有提高」、「即使工廠

變乾淨了，沒有提升產品品質

就無法賺錢」。許多人似乎認

為5S就等同於掃除工作。事實

上為了能夠順利推展5S，除了

需要有正確的認知，也必須具

備相關的專業知識才能夠成功

實行。

正確理解5S

整理、整頓、清潔、清掃、

躾在日文當中皆以S為開頭發

音，稱之為5S。「躾」是日

本獨有的漢字，在台灣則是用

素養或紀律表示。整理、整

頓是2S，加上清潔後合稱3S，

5S的推展就是以此作為進行

順序。為了達到5S的真正成

效，必須維持製造業當中的

QCD(品質、成本、交期)，並

且改善工作品質與效率，防止

不良狀況的發生，提升職場紀

律。所謂的整理是將需要與不

需要的東西區分出來，同時將

不必要的東西加以丟棄。

以「斷捨離」著稱的家庭收

納整理方式，從兩三年前開

始廣為人知，在台灣也具有相

當高的知名度。過去整理方式

大都是強調整理之後如何收納

保存，然而「斷捨離」是以斷

絕、捨棄、遠離作為整理方

式，並且從丟棄的步驟開始著

手進行。所謂的整理與「斷捨

離」，差別只是在於對象的

不同，一個是工廠，另一個則

是家庭，雖然兩者並不一樣，

但是在思考層面上卻相當接

近。整理並不只是一味的丟棄

東西，更重要的是為了不再增

加東西，斷絕捨不得丟棄的想

法，並且真正遠離不需要的東

西。

整頓是指整理後只留下必要

的東西，在需要使用時可以很

快地找出來，因此要決定出物

品的放置方式及放置場所，並

且標示清楚，這與「三定」的

方式有所關聯。所謂的「三

定」就是指在固定的場所將固

定的物品、份量，明確地標示

出地點、品項、數量。在物品

的管理當中，若是以「三定」

的實施為前提，奠定庫存管理

的基礎，不僅可以消除尋找物

品所產生的浪費，也能消除搬

運或是庫存等等的浪費。

進行5S時，首先從整理、整

頓這兩個S開始。製造現場當中

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如果不

加以改善，就無法進行下一階

段的整頓與清掃。因此在整理

時只留下必要的東西，若能夠

確實減少物品、讓空間變得更

加寬敞，之後的整頓工作才會

更輕鬆。

所謂的清掃，不只是讓環境

變整潔，而是透過掃除的過程，

及早發現設備、機械、工具是

否有出現異常，並在清除垃圾

或是灰塵的過程中，提升生產

品質以及作業安全。認真地清

掃過設備或機械之後，若是有

供油不足之處、機械運作功能

下降、故障之虞的地方，都能夠

變得一目了然。因此有一句話

說，「清掃工作就等同於檢查

工作」。

所謂的清潔，就是維持3S的

整理、整頓、清掃狀態。為了

要維持3S的良好狀態，充滿幹

勁與執行方式這兩點相當地重

要。所謂的執行方式是指朝會、

中午或下午集合時，對於實行

狀況的確認與掌握，並且每天

決定固定的時間一起進行掃除

工作。   

最後的「躾」(素養、紀律)，

就是將4S的實行變為一種習慣，

除了能夠維持幹勁之外，也能

在日常管理當中徹底實行5S，

並內化為一種準則。能夠實踐 

的話，才算是真正的做到5S。

從5S邁向可視化

透過5S與可視化的配合，不

僅能夠容易找到要用的東西，

也能夠將各項浪費或是問題看

得更清楚，並將需要改善的目

標加以明確化。所謂的可視化

是指能夠看清楚本身的應有之

姿，將其與現狀作為對比找出

問題的方式。大家常說沒有目

標或夢想的人不會發現任何問

題，為了確實掌握應該改善的

問題，應該明確地訂出目標或

是理想中的狀態。在各種不同

的層面徹底實行可視化之後，

才能讓工廠整體有所改善。例

如在工廠(哪裡？要做什麼？)，

生產管理(何時，該做什麼？)，

庫存(哪裡？有什麼物品？)，或

是辦公室等等不同的地方。

不僅在現場可以進行5S與可

視化，也可以用電腦系統進行

可視化的管理。現在大家都能

夠容易地使用數位相機或是電

腦，只要善用這些工具，並活

用這些系統改善工作上的可視

化程度，將可以獲得很大的效

果。而現場的影像、設備，或

是機器的運轉狀況等等的資料，

可以透過公司內的網路分享傳

送給每個同仁，即使身在海外

也能立刻收到相關訊息。

將許多的製造資料收集起來，

並整合公司的資料庫數據，大

家就能夠一起共有共享。這些

整合過的資料進行可視化活動

之後，能夠有利於改善活動的

運作，包括問題的掌握與改善

方案的提出，達到預測成效、

促進實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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